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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4  記者 唐宜嘉 文

在女生公寓天水館裡，居住著一群宣稱不需要男人就能活下去的女子們。住民包括了水母宅、鐵

道宅、和風宅、三國志宅、大叔控以及腐女漫畫家。對這群宅女兼尼特族來說，擁有時尚感的潮

人就是他們最大的敵人。在一次機緣下，這群宅女遇到了一名見義勇為的漂亮偽娘，一群次文化

下的少年少女，展開了一場與主流社會對抗的華麗大冒險。

電影【海月姬】改編自東村明子的同名漫畫，由擅長動漫改編的導演川村泰佑執導，集結人氣偶

像主演，劇情輕鬆逗趣、元素多元豐富、顛覆傳統王子公主式套路，漫畫式的表現手法與笑料呈

現，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受。

【海月姬】電影預告（影片來源／Youtube）

 

現代次文化現代次文化　　多元豐富多元豐富

劇中女主角倉下月海，為了成為插畫家遠從鹿兒島來到東京。她熱愛水母，成天關在房間裡畫水

母的插畫，偶爾的出門也是為了去水族館欣賞水母。而天水館內的住民也都各具特色。

鐵道宅邦巴，癡迷在鐵路的世界裡，迷戀所有型號的火車，總是抓著一本列車時刻表與鐵路大全

。和風宅千繪子，穿著傳統和服，抱著她的女兒節娃娃，蒐集許多名貴和風古物。三國志宅瑪雅

雅，瘋狂迷戀三國志的世界，一旦說起三國志便不停歇，用字遣詞都模仿書中角色的說話方式。

大叔控吉吉，喜歡大叔類型的男人，對中年男子十分著迷。此外，天水館裡還有一名足不出戶的

BL腐女漫畫家目白樹音老師。而男主角鯉淵藏之介，政界名人次子，熱衷穿著女裝到處閒晃，是

一名比女孩更漂亮的偽娘。

「御宅族」、「尼特族」、「偽娘」以及「腐女」這些自日本傳遞來台灣的名詞，都是現代社會

下的熱門話題，不僅引發爭議與討論，更帶來了犯罪的嫌疑。所謂的「御宅族」，指的是熱衷且

熟悉動畫、漫畫及電腦遊戲的一群人，後來擴大到泛指熱衷於次文化，或是對某種東西有極深入

了解的人們。「尼特族」則是指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賴在家中啃老的青少年族群。「偽娘

」是生理性別為男性但在社會上做女性打扮，且令人分辨不出真實性別的人。而「腐女」主要指

喜歡幻想男男愛情的女性。

這些新文化的存在，受到媒體傳遞與報導的影響，在社會上總是伴隨負面的印象，不務正業、無

所事事、沉迷在虛幻的二次元世界中，而男性打扮成女性也令一般大眾無法理解與認同。

 

社會議題社會議題　　幽默詮釋幽默詮釋

【海月姬】中的每個角色特色鮮明，引起觀眾的共鳴。隨著時代資訊與網路資源的爆炸，新一代

青少年趨向獨特，不再遵循傳統的價值觀念。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漸漸不適合套用在這群被視為次

文化的青少年身上，觀念衝突也引發許多社會問題。

劇中導演用詼諧逗趣的手法，以動畫圖案或是圖像特效穿插，將角色的魅力發揮出來，把劇中宅

女的興趣與愛好在觀眾眼中轉變成別樹一幟的存在。而這些在大眾社會觀感不好的族群，並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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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二二三期，共

三十三篇稿件，其中

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

現象居多。本期側欄

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Play為
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

容，令人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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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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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https://twitter.com/share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36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Rv3-qx4mRk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17?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17?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25?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25?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17?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21?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09?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68?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user/348
//castnet.nctu.edu.tw/user/354
//castnet.nctu.edu.tw/user/36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54?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user/39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61?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user/35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64?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user/47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48?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user/36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647?issueID=580
//castnet.nctu.edu.tw/user/35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認為是社會害蟲的尼特族、偽娘等，在劇中展現了他們的生存方式以及對於所愛的事物的堅持與

努力，也許對於大眾來說是無法理解的存在，但觀眾能夠藉著這部電影，看見與了解這群次文化

青少年們的獨特信仰。

電影中經常結合詼諧的平面圖像特效。（圖片來源／【海月姬】影片截圖）

 

台灣日本台灣日本　　不同宅法不同宅法

在題材的選定上，熱門話題與時下流行文化往往是導演考量的重點。【海月姬】與【大宅們】不

約而同挑選了「宅文化」，作為電影角色們與劇情上的架構。【大宅們】以網路文化、校園文化

與宅文化為主軸，描寫年輕世代的自由自在、創新以及搞怪的新態度，講述一群宅男們的校園愛

情故事。但台灣的【大宅們】與日本的【海月姬】在宅的表現上卻有著顯著的不同。

台灣的「宅」，與日本的「宅」有著不同的解釋以及差異性。在【大宅們】中，不修邊幅、成天

待在家中極少外出、與他人和異性交際有障礙、沉迷網路世界、擅長電腦相關技術等，並且配合

特定裝束，一頭亂髮、黑框眼鏡、襯衫等，擁有這樣特性的男性是台灣一般所認定的「宅男」。

而此片便是以這樣的宅男們作為主角群，他們有著特別的思維模式，並且過著他們認同的生活方

式。

不管是台灣將源自於日本的宅字做了狹義上的定義，或是台灣將此字在本土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獨

特表現，即使台日對於『宅』字的定義不同，【海月姬】與【大宅們】都試圖在劇中將此種次文

化讓更多觀眾了解與看到，手法上也皆使用幽默風趣的方式，扭轉觀眾對於「宅」字的刻板印象

，傳遞正向的一面。

 

夢幻國度夢幻國度　　完美呈現完美呈現

「海月」在日文裡是水母的意思，「姬」則是公主的意思。女主角倉下月海的心裡世界就像是一

片汪洋大海，而她就如同片名「海月姬」一樣，是海底世界裡的水母公主，她的幻想成就了海底

世界的美好與奇幻，她對水母的感情深不可移，她的心裡住著成千上萬的水母們，各式品種、各

式色彩，善良單純的她擁有不受汙染的純淨海域。導演使用動畫結合真人的手法，夢幻的海底世

界與美麗的水母，帶出了女主角倉下月海心底的夢幻海洋，毫無保留地呈現在觀眾眼前。

在【海月姬】中，值得一提的便是導演將漫畫中的非現實場景呈現於屏幕上的手法。為了對抗邪

惡建商的募資水母時裝秀，將瀕臨拆除的天水館打造成美輪美奐的龍宮，每件以不同品種水母為

靈感製作的禮服，在舞台燈光以及背景特效下，結合了倉下月海的奇思妙想，將她心中的海底世

界完美展現在大屏幕上。

帶著奇幻色彩的動畫片段，穿插在電影中。（圖片來源／【海月姬】影片截圖）

 

舊調重彈舊調重彈　　夢想仍在夢想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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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

透過紀錄片【印度的女兒】，重新檢視印度性
侵問題。

彩繪新視野　看不見的黑白彩繪新視野　看不見的黑白

臺灣近年吹起彩繪村風潮，這樣的鄉村改造引
來蓬勃商機，卻也帶來不少隱憂。

劇中，主角群們為了對抗橫行霸道並且官商勾結，準備拆除天水館的建商，他們經歷了友情上的

考驗，以及世俗眼光的批評。然而，他們最終選擇離開一直以來蝸居的小世界，鼓起勇氣走出他

們安逸的小房間，一同面對眼前的困境，並在最後成功戰勝了建商的脅迫。

本片最後是社會大眾所嚮往的幸福結局，這樣的結尾是觀眾偏愛的模式，但卻也過於理想化以及

非現實，並不是所有的事件都能得到完美的解決。即使如此，片尾選擇了這樣的結束，也符合了

少女漫畫式的情節以及令人癡迷的非現實故事。導演川村泰佑在他所執導的翻拍作品裡，貫徹了

幸福結局並且忠於原著的想法，讓每部作品帶給觀眾夢想、希望及無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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